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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服务 加强排摸和定期探访

自疫情发生以来，区民政局及时组建

“疫情防控社会救助工作”群，将上级民政

部门的有关通知和部署要求迅速传达至各

镇（街道）。加强对行动不便、居家隔离困

难群众的定期探访和疫情防控宣传。特别

是对散居特困人员、散居孤儿、困境儿童和

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指导镇

（街道）通过村居干部、儿童主任、党员志愿

者等力量，通过电话、视频、上门等方式加

强定期探访，了解掌握他们的身体状况和

生活状况，督促监护人全面落实监护照料

服务责任，

特困探访服务落实到位。疫情发生

后，区民政局在每个镇（街道）组建由镇（街

道）民政干部、联村干部、村社区干部和党

员志愿者组成的疫情排查小分队，对全区

286名特困人员的健康状况、行动轨迹进

行全面排查、定期探访，发现医院住院治疗

24人、在家居住 28人，对这些未集中居住

的特困人员落实“一对一”探访制度，落实

专人探访看护，其中家属照看 24人，镇村

干部照看 11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和医护

人员照看17人。

儿童管护工作落实“双保险”。对散居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和留守

儿童等需要特殊关爱的未成年人群体，区

民政局组织镇（街道）做好定期走访探视工

作，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做好该群体在疫

情期间的监护人员+探访人员管护“双保

险”，确保一旦出现儿童监护人出现被隔离

或发生意外等情况，探访人员可以第一时

间补位。疫情期间，2名困境儿童（萧王

庙、方桥各 1名）因家庭成员有外出史，被

居家隔离观察 14天，均于 2月上旬解除隔

离，期间儿童主任每天定时探视并代买生

活用品，区民政局每日跟踪关注儿童健康

状况并将米和油送至2名儿童家庭。

困难群众探访服务做细做实。区民政

局建立红色代办制度，对低保、低边等困难

家庭和居家隔离无法外出、年老体弱行动

不便等有特殊困难的群众，组建由机关干

部、村社干部、党员志愿者组成的“红色代

办队”，通过网格排查、电话联系、微信建群

等方式收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帮助

解决买菜购物等实际困难，并根据不同诉

求信息提供个性化服务。由志愿者为行动

不便的低保对象上门免费理发；定期联系

疫情期间没有居住在户籍所在地的低保、

低边家庭，并组织志愿者前往部分低保老

人居住地慰问探视；何美蓉工作室等公益

社会组织为低保家庭和困难残疾人家庭送

去米、油等爱心物资。

特殊群体刚需服务有保障。疫情期间

老年食堂暂停运营，对于独居、高龄、失

能失智等居家困难老人，区民政部门及时

调整服务方式，依托属地村（社区），依

靠社工、志愿者、热心居民等力量为老年

人提供助餐、配药等刚需服务，指导村

（社区） 采取邻里助餐和结对帮扶的方

式，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于疫情

期间在外居住不能返院、复工复产后子女

工作而无人照料的老人，区民政局进行了

重点排摸，实施分类管理，并积极整合居

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资源，在各镇 （街

道）招募当地服务人员，为有需要的老人

提供上门探视、精神关怀服务。截至目

前，承接该服务的公司已经通过电话慰问

100多名老人、并为10余名有照护需求的

老人提供探视服务。

帮扶措施多样有力。松岙镇在疫情防

控初期，就开展了以独居老人和困难老年

人为重点对象的大排查，联村干部、村居干

部挨家挨户上门探访，对排查出来的对象

确定探访人员，宣传防疫知识，为他们测量

体温、送去物资。溪口镇做好村（社区）党

员“一对一”结对困难对象，引导提升党员

志愿者在探访服务中的参与度，做好在册

困难家庭的探访工作，了解到低保、低边等

困难家庭因疫情影响困难加重的，及时向

镇民政部门上报临时救助需求，并发放口

罩至困难人员手中。对外来务工隔离人员

做好代买蔬菜、代充煤气等服务，并为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送去学习资料。方桥街道民

政干部、村社干部协助爱心蔬菜种植农户

收割、整理打包蔬菜，运往低保、困境儿童

等困难群众家中，帮助他们平安度过疫情

防控特殊时期。江口街道民政部门集中采

购一批鸡蛋、冬笋等生活物资，并将爱心菜

农捐赠的萝卜等蔬菜，组织“凡心志愿者”

送至辖区内困难老人、残疾人家中。

简化手续 强化困难群众兜底保障

畅通救助渠道，回应求助需求。区民

政局将区、镇（街道）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

话作为社会救助咨询服务电话并全面公

开，为避免社会救助窗口现场办理人员聚

集，倡导群众通过电话预约等方式进行社

会救助政策咨询和救助申请。

简化救助手续，坚持应保尽保。疫情

防控期间，区民政局优化简化社会救助审

核审批程序，充分利用省大救助信息平台

开展申请对象家庭经济状况核查，通过微

信、电话等减少入户调查环节，及时将新申

请低保等社会救助的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

围，对在册低保低边对象，除过世人员即时

退出外，其他在册对象适当延长复核期

限。2020年 1月至今，全区新纳入低保 55
户 71人，低保边缘户 1户 2人、特困人员 4
人、孤儿 1人、困境儿童 17人，合计发放各

类社会救助资金3551.6万元，其中，低保金

1675.6万元、孤儿和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

障资金 107.55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

581.71万元、春节困难群众慰问金 8771户
641.48万元。

及时足额发放物价补贴。为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消除疫情期间物价上涨带

来的生活压力，区民政局根据市民政局关

于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价格补贴发放工

作要求，及时启动2019年12月和2020年1
月、2月物价补贴机制，足额发放物价补贴

37387人次774.55万元。

放宽户籍限制 启动“急难型”临时救助

加强兜底保障工作。疫情期间，充分

发挥临时救助“兜底中的兜底”作用，对因

疫情影响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及

时纳入临时救助，积极开展先行救助，并向

低保、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优先免费发放

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帮助救助对象做好

病毒防范。自 2020年 1月 20日以来，全区

临时救助 97户 207人次，已发放救助资金

18.825万元，区民政局、各镇（街道）已向救

助对象免费发放口罩1万余个。

解决困难外来务工人员临时困境。放

宽疫情期间救助户籍地申请限制和急难型

临时救助条件，对因旅游、探亲、务工等原

因滞留奉化的湖北籍困难群众和外来务工

群体中的困难人员，已由卫生健康等部门实

行隔离后确认未感染的健康对象，启动急难

型临时救助。紧急救助外省籍困难群众 3
人，发放救助金 4000元，救助湖北籍滞留人

员定点酒店安置1人，救助费用合计2450元。

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区救助管

理站疫情期间与卫生部门建立了疫情防控专

线，所有滞留人员一律不得外出，暂停救助人

员护送返乡工作。对长期滞留人员实施分间

居住、分散就餐，体温一天两测，离开房间需

戴口罩及一次性手套。疫情期间即时救助人

员由公安部门核查行动轨迹，并经核酸检测

合格后送至救助站。疫情发生以来，救助 23
人次，其中长期滞留人员 14人，即时救助人

员9人。

降低门槛 简化手续 细化服务 强化措施

区民政局强化疫情期间困难群众探访服务和救助

通讯员 沈培龙
区水库移民服务中心在确保

完成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深入水

库移民扶持项目实施所在地，通

过听方案、看现场和抓实施等一

系列前期工作举措逐一开展项目

筛选调研工作，同时要求项目实

施所在地严把“三关”，全力推进

本年度水库移民项目扶持工作，

确保项目按期、规范、高质量完

成。

严把项目可行性分析关

可行性分析是扶持项目顺利

实施的前提，在实地调研中坚持

三方面导向作为项目可行性预判

的依据：

坚持以解决实际需要为导

向。水库移民扶持项目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是突出解决村民、

移民的实际问题，通过扶持项目

解决村民、移民的实际需要，从而

促进移民社会的和谐、稳定、幸福。

坚持以能否按期完成为导向。

水库移民扶持项目必须按“当年项

目、当年完成”的总要求开展扶持。

在调研过程中，对那些前期无准备、

规模模糊不清、实施无计划的项目

不予列入当年扶持计划。

坚持以规避风险隐患项目为

导向。扶持项目实施完成并接报

后，区水库移民服务中心将定期

和不定期邀请专业第三方对项目

实施要求、项目资金的合理规范

使用以及财务处理等一系列环节

开展审计、稽查工作且做到全覆

盖。在把好项目可行性分析关

时，对存在问题风险隐患的项目

也不予列入扶持。

严把项目实施主体关

扶持项目可行性分析认定后，

为确保项目实施顺利推进，区水库

移民服务中心联合镇（街道）对作为

项目实施主体的扶持村特别是村委

会班子是否有想办事、能办事和办

成事的能力，是否具备公开、透明和

高效使用项目资金的规范意识，是

否形成遵纪守法和照章办事的廉洁

自律意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

察。对班子任期内已发生过办事能

力低下，规范意识不强和廉洁自律

意识淡薄现象的村，原则上不予扶

持。

严把项目绩效评价关

扶持项目实施的最终目的是切

实解决实际问题，充分发挥预期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在确定

项目扶持计划前期，作为项目扶持

业务主管部门，区水库移民服务中

心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项目绩

效的预评估工作。对属于基础设施

建设类项目，要求各实施村通过两

委会和村民代表会广泛征求村民、

移民代表的意见，严格执行事前公

示制度，确保实施的项目得民心、顺

民意，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对属于

经济开发类项目，要求项目实施村

充分做好社会需求、投产收益以及

后期维护等方面的效益分析，特别

是专业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必须在

专业部门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加以

实施，彻底杜绝“搞试验、抢风头”的

不负责现象，真正使有限的项目资

金用在刀刃上。

截至目前，我区水库移民项目

年度扶持计划已报经省、市移民管

理部门审核通过。下一步，区水库

移民服务中心将会同扶持镇（街道）

督促各扶持村抓紧项目启动实施。

在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任务仍十分繁

重的情况下，区水库移民服务中心

全体工作人员将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全身心投入到水库移民扶持项

目工作中，确保水库移民项目扶持

工作不折不扣完成。

克服困难 严格把关

全力服务水库移民扶持项目

奉化区社会救助服务热线

区、镇（街道）

区本级

溪口镇

莼湖街道

尚田街道

大堰镇

裘村镇

松岙镇

锦屏街道

岳林街道

江口街道

西坞街道

萧王庙街道

方桥街道

电话

0574—88501021
0574—88501020
0574—88873993
0574—88730885
0574—88637070
0574—88605248
0574—88776893
0574—88796020
0574—88517710
0574—88933279
0574—88607523
0574—88968200
0574—88835910
0574—88608979

值守时间（工作日）
上午

上午8：3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上午8：00—11：30

下午
下午2：00—5：30（夏）；

1：30—5：00（冬）

下午1：30-4：30
下午2：00—5：00（夏）；

1：30—4：30（冬）
下午2：00—5：00（夏）；

1：30—4：30（冬）
下午2：00—4：30（夏）；

1：30—4：00（冬）
下午2：00—4：30（夏）；

1：30—4：00（冬）
下午2：00—4：30（夏）；

1：30—4：00（冬）
下午2：00—5：00（夏）；

1：30—4：30（冬）
下午2：00—5：00（夏）；

1：30—4：30（冬）
下午2：00—5：00（夏）；

1：30—4：30（冬）
下午2：00—5：00（夏）；

1：30—4：30（冬）
下午2：00—5：00（夏）；

1：30—4：30（冬）
下午2：00—5：00（夏）；

1：30—4：30（冬）

为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现将我区社会救助服务热线予以公布，如果您

和您的家人遭遇突发性、紧迫性、急难性等事件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时，可以拨打电话

求助。
奉化区社会救助服务热线

通讯员 张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区民政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上级民政部

门决策部署要求，降低门槛、简化手续、细化服务、强化措施，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对基本民生的兜底保障功能，

有力有效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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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磊
3月 17日，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丁导民带队来奉化调研

指导疫情防控期间特殊困难群众探访服务和社会救助工作。

丁导民认真听取了区民政局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

并赴溪口镇茗山社区，与社区书记、一线社区工作者、网格长

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当地开展困难群众探访服务的有

效做法、困难群众的服务需求、困难群众探访工作机制规范化

建设情况。

随后，丁导民一行来到溪口镇畸南村，了解困难群众探访

服务工作的落实情况。丁导民充分肯定了我区在以“一老一

小”为重点对象的探访服务工作，并向镇基层民政干部和村

（社区）一线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努力付出表示感谢。

丁导民强调要进一步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

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精神，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对基本

民生的兜底保障功能，不断健全完善长效的定期探访机制，分

类施策，做细做实，大力推动困难群众探访服务制度化、常态

化、全覆盖，有力有效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考察溪口镇沙堤村简易桥修复项目考察尚田镇金地寺村文化长廊项目

丁导民在区民政局听取汇报

丁导民在茗山社区了解情况


